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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10-11  記者 吳和謙 文

電影【美國狙擊手】（American Sniper）描述一名三十歲男子克里斯・凱爾（Chris Kyle），自
願從軍並成為傳奇狙擊手的人生故事。除了戰爭場面外，電影也試圖刻劃出主角在職責與良心、

國家與親情上的種種兩難，並對無情的戰火作出譴責與反思。

 

狙擊鏡下的實效主義難題狙擊鏡下的實效主義難題

「如果殺害一個人，可以拯救許多人，你做不做？」這是主角克里斯·凱爾（以下簡稱凱爾）每天
出征時都會面臨到的困境。身為一名狙擊手，職責就是必須在制高點以狙擊槍掩護隊友，消滅所

有可能的威脅。故事的一開始，凱爾發現了一對母子，正在偷偷接近其隊友。職責與良心的兩難

馬上籠罩在凱爾心頭上，是該狙殺這對母子以免除隊友可能遇到的威脅？還是要放過他們，而不

違背自己的良心？

然而，這部電影很完美地模糊掉了這個難題的存在價值。在本劇中，被凱爾所狙殺的人，都是持

有武器的恐怖份子，就連故事一開始的那對母子，也被設定為持有炸彈的危險角色。也就是說，

故事將戰區的人以二分法歸類，即「非敵即友」，來避免這個難題的設定疑點。事實上，沒有人

能夠確定「人命」的效益是多少，本劇卻將狙殺他人，塑造成一種必要且值得的義舉。

本劇拍攝許多凱爾成功消滅威脅的情形，卻沒有出現其錯殺無辜的任何一次畫面。

（圖片來源／影片截圖）

「實效主義」就是以追求更大的善，作為人們採取行動時的依歸。而主角凱爾的價值觀，也深受

這種實效主義所控制。片中有一幕，凱爾的隊友發出感嘆，表示「我希望我們在這裡（戰場）的

一切，都是有意義的。」凱爾馬上回答說：「難道你希望恐怖份子跑到聖地牙哥或是紐約來嗎？

」這種先發制人，將侵略他國的行動作為手段，以避免自身可能遭遇到的威脅，其實是非常值得

探討的。

發動戰爭與扣下扳機的抉擇，其實都指向相同問題，「人命該被做為衡量效益的基準嗎？」不過

，這個問題充滿了人的道德情感傾向，與先決條件的限制。劇中凱爾的種種狙擊行為，已被劇情

的設定所控制，因為「不是敵死，就是我亡」這個前提，所以可能很少人會去反對他。反觀美國

的侵略行動，則受到較多的道德爭議。美國憑什麼主張，去攻打西亞國家、妨害他們的生計，就

一定能夠換來更多人的安全？更何況，國安機密與情報都被掌握在美國手中，因此黑箱爭議不斷

。

 

國族榮耀　部落式的正義國族榮耀　部落式的正義

在劇中，主角凱爾憑藉其狙擊技術屢屢建功，常被隊友稱為傳奇、國人稱為英雄。相反的，凱爾

這個名字在西亞地區臭名遠播，甚至有人提供十八萬美金，以懸賞他的人頭。然而，主角並未因

此懼怕，在升等為上士之後，反而深入虎穴執行更艱難的任務。當凱爾殺越多人，國內聲望就越

高，相反的憎恨他的西亞人也就越多。簡單來說，所謂的榮耀僅僅是屬於凱爾與美國人的，並不

具有普世價值。而這份虛榮卻讓凱爾越陷越深，不僅讓更多隊友因此傷亡，也讓他功成身退的日

子更加遙遙無期。

在某一次的任務中，凱爾的隊友馬克陣亡，卻留下了一封信。馬克的母親在喪禮上轉述：「有些

人追逐榮耀，其他人則無意間成就榮耀。無論如何，獲得讚賞，總令人備感光榮。問題是當榮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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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╱╱  楊淑斐楊淑斐

本期為二二三期，共

三十三篇稿件，其中

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

現象居多。本期側欄

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&Play為
題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

容，令人十分期待。

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╱╱  胡浣莊胡浣莊

懶惰，卻有深如溪壑

的慾望，我不在意開

心快樂，我只想要抵

達目標，我是胡浣

莊。

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╱╱  羅宛君羅宛君

逃不過3.14的大臉
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

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
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

是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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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遺忘的故事　亞洲的碎片被遺忘的故事　亞洲的碎片

由西班牙記者報導，三十則來自亞洲底層人物
的故事，道盡許多人與地之間幸福與不幸福的
關係。

服務業的困境　奧客文化服務業的困境　奧客文化

正當消費者意識在社會大眾的心中已經非常成
熟，而現今卻遭到質疑，是否有些矯枉過正？

退去，變成另有所圖的聖戰，或師出無名的侵略，完全吞噬了你我。我見識了戰爭。我見識了死

亡。」導演藉由士兵之口，表達了對戰火的譴責。的確，榮耀是一時的，人若不能看清榮耀背後

的價值，就會被他人所控制，甚至喪失其他更有價值的事物。主角凱爾正是陷入了國族榮耀的泥

沼當中，不僅成為美國軍隊的殺人利器，更喪失了陪伴妻子與兒女成長的光陰。

長期遠征在外的凱爾，只能透過手機和家人聯絡。（圖片來源／影片截圖）

簡單來說，國族榮耀實乃部落式的正義。國族榮耀並不具有普世性，只有該國、該民族能夠感受

得到。而國族榮耀的實踐，可能會侵害到其他國家、民族的權益與生存。就像古代一樣，各部落

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，必須對外競爭或侵略。而能在競爭或侵略中貢獻越多的，就會得到整個部

落的讚賞，反之成為其他部落眼中的大患。

 

正義的價值與省思正義的價值與省思

正義是一種超脫眾人之外的理想，一個試著以站在上帝的角度分配世人資源的行為。然而，正義

終究是人所定義與實踐的，人終究是屬於某個團體中的成員，會有一定程度的偏私。而一個人要

能夠脫穎而出，成為一個正義的仲裁者之前，需要的就是其團體對他的支持。因此，假如他真的

是一個堅持普世正義的無私之人，那麼他可能在在團體裡面出頭的機會都沒有，完全沒有機會為

世界主持正義。試想一個市長的競選政見，若主張限縮自己的預算與補助，讓其他的較落後的縣

市得到更多經費，那麼當選的機率應該是微乎其微。

而本片正是典型的「美國式正義」代表。劇中與美國為敵者，都面臨到了美軍不計代價的追擊，

塑造出「邪不勝正」的意識形態。而美國便是代表那正義的一方，凡是與美國為敵，就是與邪惡

為伍，終將遭到撲滅。許多主打美國式正義的電影，都在國內收到相當亮眼的成績與票房。像是

二○一二年的電影【亞果出任務】（Argo）就以醜化伊朗人，強化美國正義色彩作為訴求，在北

美獲得佳績。與本片相同的是，其票房成績均在北美地區有相當高的比例。可見美國式正義的電

影，相當容易獲得當地人的青睞，是票房的特效藥。

或許正義早已淪落為一種策略，許多人為了利益或權力，將之視為宣傳的口號或是手段。而「榮

耀」、「傳奇」等字眼便是其控制他人的一種方法，使人陷入泥沼，無法自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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